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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列教材：环境毒理学（
第5版）》论述了关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全面的内容，介绍了毒理学的新理论和分子生物学水平上的
技术方法。
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列教材：环境毒理学（
第5版）》的每章前后，分别列出学习重点和思考提纲，帮助学生们学习时抓住要领，得到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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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志明，男，1940年7月生。
1960～1965于南京大学生物系学习；1965～1984留校并任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1984～1999 任南
京大学环境科学系讲师、副教授，环境学院教授；1985～1986 赴日本爱知县发达障碍研究所进修访问
；1999.9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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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环境毒理学的实际应用及其发展趋向一、环境毒理学的实际应用环境毒理学不仅要对现有的环
境污染进行监测，而且还要对新的化学物质进行安全性评价。
就实验方法而言，可分为实验室研究及现场环境的生物监测。
实验室研究主要两方面工作，一是在新的化学物质进入市场前，按照化学物质毒理学评价程序所规定
的实验对其毒性进行鉴定，即根据该化学物质的毒性及危害性来全面权衡其利弊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
，以避免进入环境后对人类健康和生态造成危害；二是对采集的环境样品进行生物测试。
就是先将环境介质(空气、水、土壤)或动植物体内的化学物质提取出来，然后在实验室内对微生物、
高等植物、水生生物、哺乳动物及人体细胞在体外或整体条件下，在实验室内进行毒理学检测。
现场环境的生物监测通常采用的生物是当地产植物、水生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小的陆生哺乳动物
等。
例如利用水花生根尖细胞微核试验监测水体污染，利用海带、肩藻和大米草的微核技术监测海水中诱
变剂，再如现场采集在水体中被污染的敏感品种，如鲫鱼、黄鳝、泥鳅等直接进行遗传毒理学测试，
对水环境遗传毒物进行监测。
利用生物手段对化学物质进行测定起始于20世纪初，最初只是用一些简单的实验方法，如对一些新上
市的化学物质进行一些急性毒性试验，测定其LD，。
和Ec，。
等。
随着环境污染状况日益恶化，各工业发达国家为了防止污染的危害，相继制订了一些保护生态、保护
环境、保护人类健康的环境保护与监测的法规措施，并依靠理化检测制订了环境质量标准，如空气质
量标准、水质标准、污水排放标准等。
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工作决不仅仅是完成化学分析就可以了，化学监测应该与生物
监测相结合。
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污染生物监测、空气污染生物监测和土壤污染生物监测得到了迅速发展。
试验的生物品种除哺乳动物外，还有水生生物、陆生植物、浮游植物、蠕形动物、昆虫类、软体动物
、甲壳动物等。
试验方法除急性毒性外，人们更为重视亚急性试验、慢性毒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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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列规划教材·环境毒理学(第4版)》可作为高等院校中环境科学有关专业
的教材，亦可供从事环境科学、环境医学、环境生物学、卫生防疫部门的科研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以及
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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